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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经济学发展历程、学科交融与学科定位

郑志强
（集美大学 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  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体育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对体育经济学

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归纳体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历程，总结 3 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基于体育与经济学

科的互动影响，分析体育经济学学科交融特征，认为：基于经济学的强势历史地位，以及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和丰

富的研究方法，现阶段经济学处于主导地位；但体育产品属性、市场共生与竞争特点、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超

额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对公共财政的影响带动使体育经济学自身的特点日益突出。现阶段我国体育经济学虽

还难称为独立学科，也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但其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现实问题的交互演进使其在研

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上不断创新，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体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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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使体育获得了坚实的发展基

础和强劲的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产业飞

速发展，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主体活力和产业治

理效能等都有明显进步。“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

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相关体育产业政策的陆续

出台，都指向将体育产业培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使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性产业。2014 年

国务院发布《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4〕46 号，以下简称“46 号文”）之后，

我国体育产业的规模和结构都进入一个新阶段。尽管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其增速有所放缓，但 2020 年体

育产业总规模仍达到 3 万亿元。

作为依托我国体育产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体育

经济学，通过体育与经济学科的交叉融合，其既在推动

体育产业发展上发挥重要的理论引领作用，也成为“双

一流”建设背景下体育学科建设的新增长点。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体育经济学学科发展机遇

与挑战并存。梳理体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

总结发展规律，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推动交叉融

合，探索建构中国自主的体育经济学知识体系路径，是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和逻辑思路。

 1　文献综述

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遵循以下 3 条路径。

（1）体育经济学比较研究。王子朴[1] 研究了西方

经济学发展对当今体育经济学思想形成以及学科体系

构建的影响。朱菊芳[2] 比较了中美两国体育经济学的

研究缘起、课程设置和学科研究现状。丁文等[3] 对体

育经济学和体育管理学的研究目标、研究视角和研究

方法进行了比较。秦婕等[4] 分析了国外体育经济研究

热点和规律，认为体育经济研究的时代性特征比较明

显。刘辛丹等[5−6] 通过对国际体育经济学热点研究领

域的分析，比较了 1991 年以来国际体育经济学的主要

研究重点、方法、手段和未来趋势。

（2）对体育经济学学科属性和研究模式的辨析。

张岩[7−8] 研究了我国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几大趋势，并对

体育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剖析。顾

海兵等[9] 认为，中国体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存在“三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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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特点。张林等[10] 对 2005—2007 年我国体育产

业学科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提出了我国体育产业学科

发展的目标任务。赵权忠等[11] 认为，学科的建设和完

善是体育经济学长远发展的保障，但缺乏专门、系统的

教科书和实证研究成果。张毅恒等[12] 以文献数据源

探讨我国体育产业领域的研究热点，并分析以核心作

者与核心机构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对体育产业和学术平

台的影响。游贵兵等[13] 认为，体育经济学是经济学与

现代体育经济现象相结合的产物，并对体育经济学研

究的历史、概念与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

（3）对体育经济学学科地位的探究。程林林等[14]

认为，我国体育经济学已经存在不同“学术流派”，并探

讨了各学派形成的理论机理。周爱光[15] 论述了体育学

成为学科门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应将现行的体育

学 4 个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体育经济学应成为独

立的二级学科。马天平等[16] 认为，应在经济学下单独

设置体育经济学二级学科。张瑞林[17] 提出，应在“交叉

学科门类”之下设置“体育产业学”一级学科。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我国体育经济学的国内外比

较、学科归属、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的研究迄今

已超过 30 年，在很大程度上阐述和解读了体育经济问

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体育经济学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

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

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为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体育经济

学作为一门基于问题导向的新兴应用型学科，应回应

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和学科建设的理论需要。如何结

合我国体育产业的现实，更好地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

营养，更快地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经济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基础

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历程回顾

 2.1　体育经济学逐渐被认可为新兴交叉学科（1978—

1994 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体育经济学的创建时期。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使体育

的经济属性受到关注。1984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提出，“体育

事业要讲究经济效益，积极创造条件实行多种经营”。

我国高校一些学者率先通过收集资料、调查研究、撰

写论文和专著对体育经济学展开研究。1983 年武汉

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和沈阳体育

学院 4 所院校筹划成立了体育经济学课程教研组，开

展体育经济学课程建设[18]。1988 年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我国第一本《体育经济学》教材[19]。20 世纪 80 年

代后期，体育经济学被列入高等体育院校教学计划。

1991 年教育部将体育经济学列为体育学下属的一个

学科，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

代码》将体育经济学列为体育学下属的学科之一。其

间，对体育经济学的规范学术研究也开始出现，

1992 年发表了 17 篇体育经济类主题的核心期刊论

文，到 1994 年达 50 篇（图 1）。在这一阶段，我国体育

经济学从无到有，逐渐成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
 
 

17
37 50 36 19 34

53
82

181

228
257270

328

467

532

581

460

612 582

532

412

354

417
459464

479
460

439
481

506

249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2
0
2
2

发
文

量
/篇

年份

图 1    1992—2022 年核心期刊发表体育经济类主题

论文数量

Figure 1    Number of papers on sports economics
published in core journals from 1992 to 2022

注：2022 年 8 月 15 日，笔者在中国知网搜索主题为体育产业、体育

经济、职业体育、体育消费、体育治理的体育经济类主题论文，并剔除重

复论文，共检索到 10 094 篇论文。
 

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①探索与体育经济学有关

的基本理论；②研究对象主要为公益性体育事业单位；

③研究问题多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经济活

动；④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对比较薄弱[8]。

 2.2　体育经济学快速成长为体育学研究热点（1995—

2013 年）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体育领域掀起了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原国家体委分别于 1993 年、

1995 年出台了《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

进程的意见》《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 年）》等

文件。2006 年起，国家体育总局开始将体育产业列入

五年规划编制工作。1994 年开始的足球职业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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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了其他多个项目的职业联赛发展，包括篮球

（1995 年）、排球（1996 年）、乒乓球（2000年）、羽毛球

（2000 年）等职业联赛，职业体育成为我国体育改革的

重要“试验田”，并成为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

199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体育学研究项目中

开始出现体育经济学研究课题。1993 年我国开始申

办奥运会以及此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

此阶段的体育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北京世界大运会

（2001 年）、长春第六届亚冬会（2007 年）、北京世界智

运会（2008 年）、哈尔滨世界冬季大运会（2009 年）等一

系列大型赛事的举办充分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

果，围绕赛事展开的多种多样的体育营销和赞助充分

体现了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特色和优势。

这一阶段参与体育经济学研究的人员和成果均显

著增加。2005 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成

立，其宗旨是“为加速我国体育产业化的进程，培育与

拓展我国的体育市场，提供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

2008 年，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体育及相关

产业分类（试行）》（国统字〔2008〕79 号），开始探索量化

体育产业规模，评价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

在国内体育和师范类高校中，一批学者从原来的体育

人文领域开始更多聚焦于体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1995—2013 年，核心期刊发表的体育经济类论文从

36 篇增长到 354 篇，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的峰值达

到 612 篇（图 1）。2011—2013年，共有 6 项体育学项目

入选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其中体育经济学研

究 2 项。2010 和 2011 年先后有 2 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标志着体育及

相关产业研究成果和质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内哲

学社会科学界认可，但体育经济研究的总体影响力还

比较有限。

该阶段体育经济学研究具有以下特点：①研究对

象扩大到体育事业单位的经营活动，以及体育组织（更

多涵盖体育协会、职业俱乐部和体育用品企业等）；

②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体育用品，并逐渐扩大到国内外

职业体育、体育赛事、体育消费、体育赞助和体育彩票

等；③研究的理论基础持续扩大，包括微观经济学、统

计学、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现代经

济学理论和方法得到广泛应用；④应用研究和对策研

究得以加强，大型赛事和职业体育等体育服务业的研

究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

 2.3　体育经济学成为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活跃而富有

影响力的学科（2014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层面。2014 年“46 号文”的出台为体育产业发

展释放了新的活力，该文件明确提出培育多元主体、改

善产业布局和结构、到 2025 年“体育运动人口达 5 亿

人，体育产业产值 5 万亿元”的目标。2016 年《“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9 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与

《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等高层次高质量文件先后出台，提出释放

发展潜能，促进体育消费，将体育产业的发展目标定位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在上述利好政策的带动下，以健身休闲和竞赛表

演为龙头、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融合发展、新技术新

模式不断涌现的我国新时代体育产业体系初步建立，

包括体育综合体、特色小镇、赛事网络直播、可穿戴设

备、电子竞技、路跑赛事等新业态、新商业和新模式等

持续涌现。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使冰雪产

业成为此阶段体育产业一大增长点，体育市场深度和

广度不断拓展。体育产业在国民生活经济中的作用日

益显著，为体育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和丰富的研究素材。体育经济学成为体育学研究领域

富有影响力的一个分支。2014—2021 年，共有 22 项

体育类课题入选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其中体育经济类

9 项，占 41%。在该阶段，核心期刊发表体育经济类论

文数量从 417 篇增加到 506 篇，增幅趋于平缓（图 1）。

2014—2018 年，国内体育学期刊发文量连续下降，刊

文总量从 3 099 篇减少到 2 322 篇，平均每年减少近

200 篇[20]。在此背景下，体育经济学学术论文有此增

幅已属可观。

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团队和人才培养工作上升到一

个更高水平。截至 2020 年，全国共有 26 个体育学一

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 32 个二级学科，招收体育

学硕士研究生 1.27 万人（为改革开放初期的 370 倍以

上），体育学博士生招生人数从 1986 年的 1 人增加到

每年招生近 500 人[21]。体育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在体

育学下设 4 个二级学科之一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中

进行招生培养。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

等体育产业较为发达和拥有更多体育类高校、科研院

所的大城市，为体育经济学提供了良好的学科平台，也

因此集聚了国内主要的体育经济研究团队和人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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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学术背景更为丰富，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兼具

体育（教育）和经济管理等复合学科背景。

体育产业统计工作迈上了新台阶。2016 年国家

统计局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推出了《国家体育产业统

计分类》；2018 年体育产业统计被纳入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即被正式纳入国家统计分类体系；2019 年修

订了《体育产业统计分类》。这都使体育经济研究获得

了更为全面的数据支撑，体育产业规模、分布状况和结

构特征更为精确；更多公理化的假设与数学工具有用

武之地，并提升了体育经济学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由宏观描述逐步转化为学科内部微观问题的深入分

析。新经济增长理论、进化博弈论、公共选择及政治

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使用日益

普及，包括 Tobit 模型、Probit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固

定效应模型等基于经济模型的假设检验方法在研究中

也多有体现。

体育类核心期刊仍然是体育经济学主要的学术成

果刊发平台，但学术期刊栏目逐步细化，一些期刊出现

了“体育经济”专门栏目。包括江小涓等在内的一批

国内知名经济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体育产业，其学术

成果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主流经济学期刊上的

刊发提升了体育经济研究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同时，

涌现出更多学术平台，2017 年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体育

经济与价值管理分会成立，2019 年中国体育经济

50 人论坛成立。已有的体育经济相关学术平台的学

术活动日益步入正轨。截至 2021 年，中国体育科学学

会体育产业分会主办的全国体育产业经营管理学科建

设研讨会已经举办了 12 届，2021 年的会议有全国近

40 所高校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此外，出现了包括

体育决策室、体育科学研究所、高等院校及其相关研

究中心、体育新闻媒体和学术出版社在内的各类体育

经济智库[22]，《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 “体育蓝皮

书”等系列图书也为体育产业提供了更多的系统数据

和专题分析[23]。

该阶段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①研究对象从传统

的宏观叙事更多地转向微观体育企业和体育组织行

为，反映了研究者对体育经济微观领域的认识不断精

细、深入；②研究范围从传统的三大球、夏季奥运项目

等扩大到冰雪等原来相对冷门的项目，以及更多新兴

项目（包括路跑赛事、电子竞技和虚拟赛事等）；③实证

研究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计量

经济、演化博弈、产业传导、区位熵、空间分析法和政

策评估等多学科方法大量涌现，论证的严密性和精确

性大幅提升；④对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的研究更具敏感

性，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体育治理、冬奥会、

体育消费、元宇宙和碳中和等社会经济热点问题进入

研究视野；⑤体育经济学的学术影响力有所提升，一些

主流经济学者开始关注体育产业；⑥北京、上海、广

州、成都和武汉等大城市，因具有庞大的体育市场和学

术资源等，集聚了我国主要的体育经济学研究团队。

 3　体育经济学的学科交融与发展

体育经济是以体育活动为特征的经济行为，随着

社会经济和体育活动的变化，对其内涵的认知也不断

演进，但交叉融合无疑是体育经济学的基本特征，经济

学和体育学的互动主导了体育经济学的发展。

 3.1　经济学对体育经济学的影响

从现阶段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机构（多为体育

院校和师范类院校）、相关学者的知识背景（多具有教

育学知识背景）和刊发学术成果的平台（多为体育类期

刊）来看，从事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多为传统的“体

育人”。笔者认为，现阶段经济学对体育经济学的影响

更具决定性，原因如下。

 3.1.1　经济学强势学科地位的影响

20 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快速发展甚至

被冠名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24]。此后，经济学是否

成为更强有力的学科影响其他学科，这一问题受到关

注并时有争议。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 [25] 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

济分析》中将理性、优化行为的原理应用于以往经济

学家考虑范围之外的经济问题，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

可，这实质性地推进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化”。抛

开语义上的争议，笔者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本

质是经济学对处于开放状态的社会科学的贡献。现

代经济学本身作为跨学科的产物，同样受到诸多学科

的“侵入”。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本身既遭到更为

“科学”的其他学科的“入侵”，但也由此得以吸收其

他的科学营养；另一方面，经济学也由此继续扩展其

“领地”和“疆界”。例如：数学对经济学科学化的作

用有目共睹；物理学对经济学的“侵入”使经济学家

认识到社会经济的运行可以像机械系统一样具有确

定性规律 [26]；心理学对经济学的“边际消费倾向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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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和“流动偏好”等基本心理规律的发现具有重要

影响；等等。然而，经济学界并未因被“侵入”而排斥

其他学科，相反多报以开放、吸纳的态度，这使数十年

来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日益增强。经济学对体育经

济学的主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学不断得到强

化的显学特征有关。

 3.1.2　经济学理论基础被广泛接受与采纳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或理论成为我国体育经济学的

主要理论基础，如“经济人”假定和效用最大化、机会

成本和比较优势、供给需求与市场均衡、效率优先反

映资源配置状况等。这些基础理论为理解和解决我国

体育市场的本质问题提供了符合逻辑的基本判断，如：

运动明星的竞赛表现可以适用“经济人”假定；体育组

织的决策选择可依托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理论；体育

用品是否畅销须考虑市场的供给需求关系；比赛胜负

可以转换为训练和比赛的效率问题；博弈论理论可以

用于比赛胜负的预测和不法行为的监督；等等。

 3.1.3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先进性

现代经济学的兼容并包使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比

较显著的优势。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由于其特有的

方法论，必将侵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将君临其

上。”[27] 数学、物理学、法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参

与使经济学接近于一门实证科学，如经济学中广泛运

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就是运用导数和微分方法研究经济

运行中微增量的变化，用以分析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

互关系及变化过程。该方法之所以成为经济学重要的

研究方法，是经济学“效率优先”的目标决定的—最

优点实际就是函数的极值点，这使现代经济学使用数

学工具成为常态。虽然已有一些经济学研究因沉迷于

数理逻辑游戏而招致“方法导向”的批评，但瑕不掩

瑜，经济学的数理化使其形成一种遵循提出假设、检验

假设和基于事实修改假设的科学方法。这使经济学方

法成为引领体育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法，在国内主要

体育经济学教材中均认可和采纳经济学方法。

 3.2　体育学对经济学的贡献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28]。体育经济学可视

为研究体育领域的财富和置身其中的组织和人的关系

的学科，但体育自身的特点使体育经济关系和研究具

有自身特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学。这种反作用也在很

大程度上成为全球范围内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特点和

热点。

 3.2.1　二元的产品属性

与一般产品有所不同，体育产品有其独特的属性，

涵盖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2 个领域，如我国现阶段

的体育用品产业属于传统工业，而以体育赛事、体育广

告和体育赞助为核心的体育服务业属于服务业范畴。

同时，体育产品（服务）的销售也具有双重性—直接

服务于一般受众和间接服务于企业。服务于一般受众

往往更多地依靠“本体”体育，包括赛事观赏或体育用

品的购买使用等。体育产品通过媒体和网络技术可以

被多次加工和利用，由此产生比初次使用更高、更持久

的经济价值，甚至有超越本体产品价值的趋势。如英

超联赛被视为世界第一职业足球联赛，目前其最大收

入来源为转播权和商业赞助，超过了传统的门票和商

品特许权等实物收入。2021—2022 赛季，英超联赛总

收入为 61 亿欧元，其中电视转播收入 41.26 亿欧元，

占 67.6%，远超传统的门票收入[29]。信息技术的进步

与竞技结合形成电子竞技市场，虽然研究者对此还有

很大争论，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创新了体育产品是不争

的事实，电子竞技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无法忽视的

重要市场现象。《2022 亚洲电竞运动行业发展报告》

认为，全球电子竞技的观众大约有 5 亿人，2022 年全

球电竞赛事营收将达到 13.84 亿美元，其中中国电竞

赛事营收占 1/3[30]。2021 年 3 月，国际奥委会在其作

为未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改革路线图的《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中明确鼓励虚拟运动的发展，以及进一

步与电子游戏社区的互动，并准备筹办奥林匹克虚拟

系列赛。这些都充分说明体育产品“虚拟+现实”的产

品特征对传统体育的巨大冲击。体育产品属性的深层

次演变为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和研究对象。

 3.2.2　体育市场的共生与竞争

基于对市场结构和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现代经

济学归纳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等

具有不同特点的市场形式，并据此形成不同的供给曲

线和需求曲线，从而帮助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

策。依据市场效率的变化，经济学对不同类型的市场

有基本的判断，如垄断企业通过差别定价、限产提价、

降低服务质量等获取超额利润，因降低了市场效率而

受到批判。在用该常规理论对以职业体育联盟为主要

对象的体育组织竞争平衡进行研究时会得出“新奇”

的结论。例如，Neale[31] 认为，职业体育组织必须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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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同时保持密切的合作来维持共同产量，这使职业

体育具有“特殊性”，为职业体育联盟的反垄断豁免提

供了理论支持。Neale 的观点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

了广泛影响，此后在多个针对职业体育联盟的垄断诉

讼中被法院和媒体等采纳和引用[32]。一般认为，职业

体育联盟是基于职业体育服务产品团队生产而产生的

一种垄断组织形式[33]。许多针对以职业体育联盟为代

表的“垄断市场”的研究表明，职业体育联盟的竞争往

往最后以形成完全垄断的形式来维持有效竞争平衡，

而市场仍是有效的[34]。国外的职业体育联盟最终多合

并为一个大联盟的历史实践也支持了上述结论。职业

体育联盟这一特殊的市场形式，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

竞争平衡问题为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3.2.3　“非理性”的体育消费

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假设体现了对效率的追

求，即假设消费者的行为由功利动机所驱使达到自己

需要的预期目的。只要经济人是“理性”的，市场往往

就是有效率的。此时消费行为是一个连续的、 完全理

性的过程，消费现象都是在稳定偏好情况下的最优行

为决策[35]。然而，一些体育行为包括体育消费行为，往

往更多地具有“非理性”特点，包括狂热追星、对心仪

球队的无条件支持、对明星球员代言产品的无条件热

捧、熬夜看比赛、购买高价门票，以及对电子竞技等新

兴体育项目的“成瘾”并产生一系列“非理性”消费行

为等。这使体育消费往往也具有上瘾消费的特征—

体育迷往往需要在收获“享受”与由此导致的损失健

康、金钱之间做出权衡。这使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

设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

 3.2.4　超额的人力资本积累

在体育市场中，以具有高超技艺的运动员为代表

的体育人力资本是吸引体育迷的重要“筹码”，球星的

收入和影响力都是巨大的。在世界范围内，以职业运

动员为代表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因素以及相互

作用关系一直是体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直接研

究内容包括职业球员的供给、需求、就业、工资、人才

培养、劳动保险和薪酬分配等；衍生研究内容则涵盖了

由此引发的职业联盟、职业俱乐部、广告赞助商和球

迷等各市场主体对此的相互影响和反应。Rosen[36]

还因此提出了“超级明星经济学”理论，即在边际成本

接近零的情况下出现了“赢家通吃”的情况，这为体育

明星的高收入提供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体育人力资

本的重要性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经济学所

认可并推崇的“有效率的经济”。运动人力资本不断

攀升既是市场对其稀缺性和高水平运动技能的价格信

号，也引发了薪酬过高导致体育市场绩效低下的争

议。如目前商业化最为成功的英超联赛，其 2021—

2022 赛季收入 55 亿英镑，但工资总额也达 35 亿英

镑，18 家俱乐部中只有 4 家俱乐部有税前利润[37]。

纵观职业体育的发展历史，其可被视为以运动员

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稀缺性和替代性不断

博弈的过程。数十年来，职业运动员薪酬不断攀升，由

此对许多俱乐部或职业联盟市场绩效产生影响，如欧

洲各足球俱乐部的财政平衡制度、北美职业体育的

“工资帽”制度，甚至球票价格、转播权价格和广告赞

助的投资回报评估等分支研究均与此息息相关。这都

使体育人力资本的研究既具有经济学上的普遍性，也

具有体育经济的典型性。未来随着高水平运动员稀缺

加剧和物质资本对其的“争夺”进一步加剧，体育人力

资本将是研究热点，而且其发展演变对经济学领域的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就业和失业、人力资本投资、薪酬

和收入分配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影响。

 3.2.5　体育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政府经

济行为、描述和分析政府经济活动的一门学科。从世界

范围看，体育经济学与政府公共财政的关系密切程度超

乎想象。其原因是体育兼具社会和经济属性。体育发

展至今的商品价值使其商业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同时，

体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社会属性同样影响深

远，体育运动不仅是文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的重要

内容，也是提高生活质量及培养现代人所不可或缺的手

段。这使体育具有典型的公共品和外部性特征，体育经

济学也因此对公共财政产生特殊影响。由此产生一系

列体育公共财政研究问题，主要表现在赛事举办、城市

与体育发展、场馆投资 3 个领域。

①体育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伦敦、纽约和墨尔本

等国际大都市同时也是知名的体育城市。体育比赛

需要巨大的投资，各城市为竞争举办赛事（包括知名

职业俱乐部落户）不得不投入巨大的城市公共资源。

例如，举办 2014 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和 2018 年俄罗

斯世界杯足球赛的投入都为 140 亿美元，而 2022 年

世界杯足球赛卡塔尔投入 2 200 亿美元的预算。如何

使城市社区举办体育赛事达到最佳的性价比成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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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和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 [38]。②城市为竞争赛事投

资不菲，但赛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城市社会经济产

生影响，以及如何使得举办效益最佳，成为本领域的

研究热点 [39]。③大型体育场馆投资及其运营研究。

体育赛事的举办离不开高质量的场馆设施，如 2022 年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新体育场馆投资约为 100 亿美

元。现代化体育场馆设施的投资大、持续时间长、面

临的风险大，往往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各方合作。

这使场馆公私合作、冠名赞助和运营的税收减免等成

为长期的研究课题[40]。

 4　体育经济学的未来—学科定位与创新发展

 4.1　体育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作为新兴的产业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体育经济

学已产生较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学科领域上，不

少学者对其成为独立学科持肯定和乐观态度，还有学

者认为已经形成了若干学派，但笔者对此均持谨慎

态度。

 4.1.1　体育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核心条件尚未具备

2009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

〔2009〕10 号）[41] 对设立一级学科要求如下：①具有确

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

识基础和研究方法；②一般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

科；③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构成本学科的领域

或方向内，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了较长

时间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④社会对该学科人

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求。现阶段，其中最为重

要的第一个要素尚不具备，即体育经济学尚未形成相

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其

原因很多，首先在于体育自身所在的母学科—体育

学不具备成为学科门类的条件。首先，体育学的核心

研究对象过分注重外在的机械运动意义上的物理模

型，而忽视了具有生命气息的人类的身体运动；体育学

领域采用的核心研究方法论更多来自以精确性、客观

性为原则的近代自然科学，缺乏可以被普遍接受和具

有普适解释意义的现象学及人类学意义上的身体运动

学方法[42]。其次，目前体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知识

基础更多来自经济学。例如，目前国内较为流行的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经济学》教材主编靳英

华[43] 和丛湖平等[44] 都认为相关教材以经济学为理论

基础，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体育领域中的经

济现象和经济活动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经济学的供给

与需求、企业的生产、劳动力市场、市场竞争与垄断理

论，方法则包括实证与规范分析、宏观与微观分析、博

弈论等。

 4.1.2　体育经济学学派尚未被广泛认可

从经济学理论上理解，相关学派的产生是基于自

身有创新性理论范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理论

和实务界认可。如广为所知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在

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力大幅下降之后兴起

的，其核心理论是交易费用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认

为，传统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存在假设的缺陷和错

误，以此为契机，将交易费用下的经济现象纳入研究

领域，从而有机地把制度分析与传统主流经济学结合

起来，凸显制度的重要作用，由此孕育出一个新的制

度分析框架 [45]。其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

斯·诺斯先后获得诺贝尔奖，使其核心理论得到主流

经济学界的认可。一个典型学派往往拥有一位或若

干位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带领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

学者群体，针对一个引领潮流的研究领域开展研究，

具有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学术文化，鼓励探索和争

鸣、宽容失败和冒险等[46]。此外，学派的形成需要客

观的学术评价和学术争鸣。国内现阶段不同类型的

体育经济学研究不少，但相互的学术交锋和争鸣很少

（从“商榷类”论文数量稀缺也可见一斑），这实际上

阻碍了相关学派的形成。因此，国内体育经济学的

“学派”更多是针对某些特定主题的聚类研究，难以

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派”。

 4.2　未来体育经济学创新与发展趋势

虽然笔者认为目前体育经济学还难以成为独立学

科，严格意义上的学派也不存在，但我国体育经济学发

展至今，其自身发展和现实问题的互动使其在研究范

式、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突破，这有助于构

建一套扎根中国大地、富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经济学自

主知识体系。

 4.2.1　研究范式创新：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

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趋势既使经济过程和经

济现象研究的推理更为直观和精确，也滋生了“将工具

等同价值”的不良倾向。一些研究往往机械地照搬（或

对变量进行微调）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最终留下不言

自明的结论和一堆抽象的数学符号，降低了研究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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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力。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是复杂多样的社会体育经济

现象，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也就不

能简单照搬自然科学的数理模型研究范式。我国体育

市场的蓬勃发展为体育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

鲜活素材。近年来，体育消费、体育双循环、高质量发

展和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成为我国体育经济学的

研究热点，其基本范式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理论

或实证检验—基本论断”的问题导向研究，很好地彰显

了对我国体育问题的现实关照。通过问题导向的研究

范式，我国体育经济学吸收和借鉴了各社会科学分支

长期以来积累的知识和研究思维，坚持与知识契合的

跨学科交叉研究道路，有助于更好地揭示社会体育经

济事物的内在本质。

 4.2.2　研究理论创新：有限理性理论的应用

体育产品的消费所具有的“非理性”（包括上瘾、

沉迷）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

产生冲击。体育经济学研究对象不是传统经济学的

“理性人”，更多的是一种“有限理性”[47]，该理论认为

人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人的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

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体育市场消费者行为的理性

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更多地由人的心理机

制决定，这与体育产品的精神特征更加吻合。同时，体

育消费者（如球迷）更多地以群体（如球迷组织或大量

的现场观众）的组织形式出现，也进一步放大了人与人

的相互影响作用。在“有限理性”基础上进行的博弈

论分析与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为基础研究生物种

群形状进化和稳定机制的生物进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很

相似，是一种“进化博弈”[48]。笔者认为，有限理性及

进化博弈演变的理论应用有助于加深对体育消费者理

性和能力局限性的理解，可能成为未来我国体育经济

学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4.2.3　研究方法创新：虚拟现实产品的边际分析

体育消费边际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对传统经

济学边际效用和边际收益递减研究范式是一大冲击。

高水平运动明星的高收入与其面向全球广阔的球迷市

场，以及开拓球迷市场的边际成本较低有很大关

系—此时增加产量和销量且几乎不增加成本，球星

由此可以发挥规模效应，实现“赢者通吃”。信息技术

和虚拟技术的发展演变使体育低边际成本的特性得到

进一步凸显。从现实产品角度分析，体育产品的高端

化、科技化和服务化特征日益显著；从虚拟产品角度分

析，现阶段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未来利用科技手段进

行链接与创造。这都使在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

拟世界和具备体育元素的数字体育空间中，边际体育

网络消费者带来的网络外部性为正（新消费者加入某

产品网络时，为其他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为正）。这种特

性可能动摇了旧有边际效用经济规律，甚至出现“零成

本”的市场垄断，进而影响经济学原有的需求和供给模

型。当然这也取决于对未来国际奥委会等主流体育组

织举办虚拟体育与游戏会等新的体育场景和产品平台

的实践探索。

 4.2.4　研究领域的未来拓展

新时期，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视域不断拓展，其中

既有体育经济领域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是体育经济学

自身作为交叉学科的综合性、创新性和实用性需求所致。

（1）处理体育市场的主要关系：“有为政府”+“有

效市场”。国外体育经济的发展从职业体育比赛开始

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其基本生成演变遵循“由下而上”

的市场逻辑。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至今短短三四十年，

夏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46 号文”对体育产业的带

动、体育产业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晋江经验”对晋

江体育产业的引领等都说明我国体育产业具有较为典

型的“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特点。未来体

育经济的研究视域应从原来的侧重市场转为关注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在对立中统一的辩证关系[49]，实现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调统一，进一步激发体育市场

主体的创造力。

（2）多学科交叉：从“体育+经济”到“体育+”。前

文已述，体育经济学是体育与经济的交叉学科，但发展

至今具有从传统的“体育+经济”到“体育+其他学科”

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经济学自身的学科发展必然带

来了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侵入”，如“法经济学”的产

生是经济学理论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冲突

与磨合的产物[50]。体育经济学也由此与体育法学有更

多交叉融合。同样，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特别是体

育治理、体育文化，甚至环境治理等议题都将有越来越

多的交集。这种交叉既扩大了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视

域，也使体育经济学得以充分借鉴其他交叉学科的理

论和研究方法，丰富了自身的研究范式。

（3）作为重点领域的体育制造：从“制造”到“制

造+服务”。我国的体育产业从 30 多年前传统的劳动

密集型体育用品制造业起步，发展至今体育服务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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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主流，2015—2019 年，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体

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 49.21% 上升到 68.70%[51−52]。

体育用品制造和销售的增加值仍然超过半数，达 53.3%

（基于统计口径原因体育用品销售的增加值被纳入体

育服务业计算），因此，体育用品业仍将是我国未来体

育产业研究应关注的重点领域。体育用品业从传统制

造向“制造+服务”的转变趋势非常明显：一方面，未来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应立足创新，通过服

务型制造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体育消费结构，带动体

育消费模式升级；另一方面，现有的体育服务业将通过

“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科技化”，精准满足社会需

求，展现体育科技魅力，助力新时期体育制造业加速向

服务业延伸，实现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市场运行模式：从以“线下”为主到“线上+线

下”融合。身体活动的“身体力行”是传统体育以及体

育产业的最主要特点。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体育的

虚拟参与成为现实，如亚运会和奥运会等都已经接纳

或考虑接纳包括电竞赛事在内的线上体育。肆虐全球

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体育“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的催化剂。体育“线上+线下”融合并行有望

成为趋势，其“潮流性、便捷性、科技感”特点在未来将

得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体现。

（5）市场发展理念：从高速度到高质量。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体育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

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产业从无

到有，发展速度惊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

2020 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从 1.35 万亿元发展到

2.7 万亿元，年均增速基本保持在 18% 左右，远远超过

同时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

消耗和重度污染、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痼疾。在此

背景下，未来体育产业发展理念从传统的高速增长转

向高质量发展是必然趋势，包括：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仍然包含“量的扩张”，但着重强调“质的提升”，表

现为体育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效率最佳化和价值最大

化的有机统一；②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应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体育产业体

系、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③体

育产业要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主要

发展路径，到 2025 年基本形成消费引领、创新驱动、

主体活跃、结构更优的发展格局，到 2035 年实现全面

高质量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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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Disciplinary Fusion and Positioning of Sports Economics in China

ZHENG Zhiqiang

Abstract：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sports economics, also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asked for a higher requirement for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sports  economic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sports  economics
development  are  summarized.  Furth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lationship  of  sports  economics  is  analyz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orts  and economics.  It  is  held  that,  based on the  strong historical  status  of  economics,
plus the widely accepted theories and rich research methods,  economics lie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at  this stage;
however,  the  attributes  of  sports  products,  market  symbiosis  and  competition,  non  "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s, excessiv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n public finance, make sports economic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fore, although sports economics in China is still difficult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t  present  stage,  and  has  not  yet  formed  a  "school"  in  the  strict  sense,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ve evolution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make it constantly innovate its research paradigms, methods, content
and fields, which is conducive to eventually building a set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sports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sports economics ; sports industry; disciplinary fusion;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Author's address：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Fujian, China

 

·新视点·

体育案例研究本土化学理建构的新倡导

体育研究以人为对象，具有生动的案例场景和鲜活、独特的样本特征。在体育领域采用案例研究往往聚

焦于剖析某一体育组织、体育赛事等案例的过程、特征或路径等。然而，体育案例研究应基于中国体育制

度、发展阶段、现实条件和改革壁垒等社会性因素，以及体育教学、科学训练和健康促进等生物性因素的具

体情境，构建本土化理论体系。中国体育发展之路为构建本土化体育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扎根

中国体育现场作为体育案例研究的新视域。在研究过程中，因体育技能教学、体育赛事组织、训练计划制

订、体育组织管理和体育技能评价等具有独特的学科特征，研究者应重视观察、参与、访谈、归纳、提炼和

总结等实践性过程。依据案例研究“前因状况—事件·活动·选择—结果事件”的过程理论，采用目的性或理论

性抽样的原则，遵循“什么人（Who）”“什么事（What）”“在哪里（Where）”“怎么样（How）”“为什么

（Why）”的研究思路，以分析现实困境并与理论对话、综述文献并回顾研究现状、呈现案例并突出具体情

境、分析理论并提出理论模型为研究框架，进行探索式或解释性案例分析，可探索运动训练、体育教学、体

育管理、体育文化等领域所蕴含的理论。另一方面，构建中国体育理论成为体育案例研究的新目标。理论既

是实践发展的指引，也是学术研究的目标。以国外体育或相关领域理论解释中国体育现象，通过训练指标检

测评价训练质量，以及就体育社会现象进行表浅分析或成为当前我国体育领域研究的常态。体育案例研究应

以学科知识为基础，深入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竞赛、全民健身、体育管理等现场，按照“突出情景—
展示过程—揭示关系”的分析逻辑，从指导科学系统的运动训练实践中提炼具有推广、示范价值的训练规律

和方案，从源远流长的民族体育文化中挖掘体育文化传承、传播和传递的本质属性和路径等。显然，体育案

例研究不同于自然和社会学科领域的案例研究，研究者身居其中从体育实践中了解那些不可被量化甚至难以

察觉但影响重大的训练、教学、政策等社会性、生物性因素，阐释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地位和普遍意义，形

成对中国本土体育实践发展具有指导性、推广性、复制性价值的成果。

（武汉体育学院 柳鸣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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